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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蚕学会文件  

中蚕学〔2019〕10号 

关于举办“东方紫杯”第二届全国大学生 

蚕桑生物技术创新大赛的第一轮通知 

各相关高校、科研院所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5]36 号）精神，加强全国蚕桑专

业相关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，推动高校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的

改革与创新，为全国蚕桑相关专业大学生搭建创新创业活动交流

平台，中国蚕学会决定于 2019 年 7-11 月举办“‘东方紫杯’第

二届全国大学生蚕桑生物技术创新大赛”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大赛组织 

    本届大赛由教育部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动物生产类专业教

学指导委员会指导，中国蚕学会、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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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室主办，由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、农业农村部蚕桑生物学与

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、重庆市蚕丝学会承办，句容东方紫酒业有

限公司公司赞助。比赛组织工作按《全国大学生蚕桑生物技术创

新大赛章程（试行）》组织实施。 

二、大赛内容、分组、参赛对象及要求 

    1. 大赛内容 

    蚕桑生物技术相关专业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创

新实践取得的成果，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文（已发表、未发表均

可）、发明专利等。参赛项目负责人须为作品的第一作者/第一完

成人，若其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/第一完成人，项目负责人可以

是第二作者/第二完成人，但对于重大影响论文（一般指 SCI 影

响因子 10分级及以上的论文），参赛项目负责人可以放宽到排名

第三的作者。 

    2. 大赛分组 

    大赛设本科生组、硕士研究生组和博士研究生组，并分类别

进行评比。 

3. 参赛对象及要求 

（1）蚕桑相关专业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在校全日制本科生、

研究生均可参加。 

（2）每个参赛队由 2-5 名队员组成，指导教师 1-2 人，每

名参赛选手只能参加一个项目。 

（3）申报成果未获过全国性及以上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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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参赛单位须指派 1 名领队教师，负责组织参赛申报、

带队参赛、协调沟通等事宜。 

三、提交材料要求 

    参赛项目需提交以下材料纸质版各 1 份：报名表、申报书、

附件材料（含发表论文或接收函、未发表论文、专利证书等，未

发表论文同时要提交查重报告，装订成册）。报名材料需同时提

交 PDF电子版至大赛专用邮箱，请在材料申报截止日期前提交所

有材料。 

四、大赛时间安排 

    申报材料提交：2019年 7 月 1 日–9月 30日。 

    申报材料初审：2019年 10月 8 日–10 月 15 日。 

    初赛：2019年 10 月 16日–10 月 30日。 

    决赛：2019年 11月上旬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。 

五、决赛地点 

    西南大学（重庆市北碚区西南大学校本部）。 

六、参赛费用 

    参赛费用包括初赛注册费和决赛报名费。 

    1. 初赛注册费 200元/项。注册费须在 2019年 9 月 30日前

转账至指定账户，注明：蚕桑大赛+参赛选手姓名+单位，并上传

汇款凭证和报销发票单位及税号至大赛专用邮箱，以免影响初

审。注册费一经提交，不予退还。 

    2. 决赛报名费 600 元/人，报名费须在 2019 年 10 月 30 日



4 

前转账至指定账户，注明：蚕桑+参赛选手姓名+报销发票单位，

并上传汇款凭证和报销发票单位及税号至大赛专用邮箱。参加决

赛项目团队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，承办单位可协助预定住宿宾

馆。 

收款单位：中国蚕学会 

    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镇江市润州支行 

    账号：10310701040002238 

七、大赛秘书处联系方式 

    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团委，联系人：娄霞（本科生组） 

    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学科办，联系人：史文超（研究生组） 

    大赛专用邮箱： 651186881@qq.com 

    电话：023-68251577；13667696157（娄霞老师） 

          023-68251035；15123118135（史文超老师） 

    地址：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西南大学南校区 

    邮政编码：400715 

    蚕桑创新大赛领队 QQ群：827385180 

附件： 

1、“东方紫杯”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蚕桑生物技术创新大赛报

名表 

2、“东方紫杯”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蚕桑生物技术创新大赛申

报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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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蚕学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6 月 1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西南大学科协、重庆市科协、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

实验室、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、农业农村部蚕桑生物学与遗传

育种重点实验室、重庆市蚕丝学会、句容东方紫酒业有限公司 


